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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宏，中央音

乐学院教授，自 2002

年起在当时的中组部培训

中心（现为组织干部学院）开始

普及音乐的讲座，近 20年来，

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普及经典音

乐、高雅音乐，提升国民的感性

素质、艺术修养，上上下下呼吁

重视艺术，推进社会感性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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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往幸福的路有很多条

    部分焦虑感特别强的家长虽然也认同美育的

意义———认同感性素质培养对幸福生活的意义，
但是面对更强的社会生存竞争压力，由于他们认

为美育无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会生存竞争力，因此
他们认为“美育是可有可无的”“美育是要以后再

说的”。他们的道理是：要先有幸福生活的条件，
才能有幸福生活的体验；幸福是将来的事，当下则

必须把孩子的全部时间、精力都用在应对考试所

需的教育上。甚至个别学者也提出来“艺术是无

用之用”的观点，言外之意，艺术教育仅关乎于幸
福，无助于社会生存竞争。周海宏的回答是，小康

社会与温饱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感性需求全
面升级。在第三产业的全产业链上，“感性质量”

对市场的成败至关重要，企业家与员工的“感性素
质”“感性智慧”已经上升为企业人才竞争的关键

因素。
21世纪中国已经全面迈向小康社会，而小康

社会与温饱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小康社会是人的

感性需求全面升级的社会（消费升级，就是感性需
求升级在消费领域中的体现）。温饱问题解决后，商

业竞争已经从实用、廉价取向向享受、审美取向转
轨。“感性质量”已经成为继实用、便宜之后新的刚

性要求。与温饱经济相比，小康经济是“感性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勇气”是企业家的关键素质；至上

世纪 90年代以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登上市场经

济舞台，知识与受教育水平开始成为关键素质；而
在当今以及未来时代，感性素质、感性智慧将成为

未来事业竞争中的重要人才素质要求。
当“美”成为“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审美

力”———感性素质、感性智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此时，美育就不仅仅关乎个人的生活幸福问题，还

关乎事业成功问题；在商业领域，关乎竞争成败、
优先落后；在国家层面，关乎知识创新能力、文化

软实力的强弱。

    让社会成为有安全感的社会是基础教育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周海宏认为，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
孩子多元的生活价值取向，应该告诉孩子：虽然社

会生活中存在着竞争的胜败、排位的高低，存在着
优胜劣汰的生物学法则，但是，人类社会并不是由

丛林法则支配运行的，并非唯有战胜他人才有生
存空间、才有安全感；追求卓越的方向不是“干掉

他人”，而是“超越自我”；不能让孩子形成惟强是

尊、惟胜是求的人生观。我们的教育应该以活生生
的社会现实让孩子认识到：求真、向善、尚美的人

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处于更佳的生存
境遇，能够拥有更舒心的生命状态、更幸福的人

生。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应该让孩子知道：通往幸
福的路有很多条，不能获得竞争优胜的人既有出

路，也有退路；文明社会的教育要为那些不能获得
竞争优胜位置的人开辟幸福生活的通道，这个通

道就是教会他们爱美、爱生活、爱生命。学校教育
中，在培养求真、向善、图强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努

力帮助孩子建立起“尚美”的价值观。用审美教育、
艺术氛围来为学生搭建“精神减压的港湾”“心理

安全的庇护所”“精神危机的避难所”，让爱艺术、
爱美、爱生活、爱人生成为孩子最重要的价值观组

成部分。
学校教育要给孩子支撑生命全程的精神支

柱。“老龄化”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
现在已到了紧迫的关头。2.4亿老年人不仅仅需要

身体康健，更需要精神家园，而构成老年人精神家
园的，则是基本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而

艺术审美活动恰恰具有这样的社会属性。学校教
育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为一个人准备好退出工

作岗位、退出社会竞争后仍然拥有幸福人生的素

质。而这正是美育的使命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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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

美育提升社会竞争力

    周海宏说，这些年，人们的“获得感”已

经大幅度提升，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经济
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上升了之后幸福

感并没有如期而至。“我的讲座就是告诉大
家，美育如何能够帮助大家拥有体验幸福的

素质，跨越从‘获得感’到‘幸福感’这‘最后的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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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总能量是一个常数，不在这个活

动上释放，就在那个活动上释放；用于高品位
精神生活、释放在文化艺术享受中的多一些，

用在其他方面的就少一些。多让高品位文化
艺术填充精神空间，就少一些精神空虚，就少

一些对低级感官刺激的需要。周海宏说，温饱
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以后，如果

缺少文化艺术的享受、缺少高品位的精神生

活，还会滋生出诸如精神抑郁、焦虑、空虚的
问题，酗酒、吸毒、赌博的问题，“社会治理”，

靠的还是美育。
出于这样的认识，周海宏提出了“社会治

理要关口前移、变刚性打击为柔性引导”的理
念。我们要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审美教育，提升

孩子享受艺术的感性能力，养成孩子享受文
化艺术的日常生活习惯，引导孩子爱美、崇尚

艺术的价值取向，定位孩子高品位的精神生
活追求。我们应该用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去填

充人们的精神空
间，在高雅的艺

术欣赏中释放生
命的能量，特别

是让那些在社会
生活中生成的负

能量在健康、积
极的高雅艺术生

活中得到宣泄，

甚至升华为积极
的正能量。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美育

周
海
宏
跨
越
﹃
获
得
感
﹄
到
﹃
幸
福
感
﹄
的
一
公
里

    幸福是持续稳定的快乐感受的总称，而

快乐则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时的感受。没有
对美的需要，没有欣赏美的能力，就没有因美

而带来的快乐，就没有与美相关的幸福体验。
周海宏说，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就

需要培养感性素质。
周海宏说，感性素质的培养是家庭、社

会、学校教育顶层设计层面的大问题。其中的

道理在于，人有两大思维领域，一个是理性，
另一个是感性。理性思维的代表领域是科学，

感性思维的代表领域是艺术；理性思维赋予
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感

性思维赋予人感受世界、判断美丑、体验美好
的能力。人类大脑的两半球也大致是按照这

两大思维领域分工的。由这个心理科学、脑科
学的常识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推进人类文

明进程的两股力量：科学征服世界，艺术美化
世界；理性素质让人有征服世界的力量，感性

素质则让生活富有诗意；没有科学，人类是软
弱无力的，没有艺术，人类的生活是枯燥乏味

的，人类征服世界的力量是可怕的。在人类文
明的进程中，科学与艺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

双翼，不可偏废。科学教育与审美教育则是从
人群素质层面保障这两大文明方向的基础教

育。从社会平衡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去
看，以艺术教育为核心抓手的美育，承担着支

撑人类文明进程一个侧翼的功能，承担着让
人拥有体验幸福能力的任务，承担着让生活

富有诗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这也是国
家对学校美育工作予以高度重视的原因。

    周海宏说，如果一个人爱美，他就有发

自内心、来自感官层面对脏乱差的厌恶、对
环境破坏的触痛。面对经济发展、财富追求

与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他
在工作中就会有顾忌，决策中就会有权衡，

反之则会只取一头。没有对美的追求，哪来
保护文化遗产与建设绿水青山的价值观基

础。不仅如此，如果决策者的感性素质低，甚

至有可能出现工作越努力，对自然环境与人
文景观、文化遗产破坏越大的结果。在近年

倍受恶评的丑陋建筑中，在铺天盖地的商业
招牌、街边广告对城市人文气息的破坏中，

在垃圾遍地、臭水横流的街道上，我们可以
看到相关责任人因感性素质缺失而造成的

恶果。这种环境中的不文明现象就是“感性
文明”水平低的现象。

周海宏用“感性素质”“感性智慧”“感性

质量”“感性文明”四个概念连接了美育与个

人、社会的关系，阐明了艺术在人类社会生
存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意义。明白了感性素

质作为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美育
在国民基础教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对个

人，美育直接关乎到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
对社会，美育已经紧密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可

持续性发展。与科学一样，艺术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力量。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为国民提供

充分、良好的审美教育，培养高感性素质的
国民，是建设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国

民素质保障。
这几年，周海宏正在做着全力改进国民

基础音乐教育工作。他从基础研究、理论构

建，到教材编创、课堂乐器发明、教学视频录
制、老师培训，直至亲自到幼儿园、中小学、

普通大学给零基础的学生整学期上课；从亲
自给 4岁的孩子上音乐启蒙课，到在平均 87

岁的老年群体探索乐器教学的可能性；从深

入山村给贫困地区老师做音乐基础培训，到
参与国家音乐课程标准审订、音乐职业教育

标准修订……周海宏说，为了让国民基础音
乐教育水平也能够接近与达到与中国的大

国地位相称的国际水平，短道超车赶上世界
先进国家，他正在“三头六臂”地工作。一位

顶尖音乐学府的教授，20年来在为改变国民
音乐审美素质不懈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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